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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提出我国能源科技发展 50年路线图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 9 月 19 日在“中科院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座谈会”上表示，制定中国能源科技发

展的战略路线图，是建设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体系、实现能源结构优化目标的重要保证。 

路线图包括近期（至 2020 年）重点发展节能和清洁能源技术，提高能源效率，力争突破新一代零排

放、多联产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增压流化床联合循环技术等，解决 CO2 捕捉、储存与利用的关键技术并

进行技术示范，推进煤炭高效液化技术、煤基醇醚和烯烃代油技术进入工程示范和大规模应用阶段，积极

发展安全清洁核能技术和非水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前瞻部署非传统化石能源技术。 

中期（2030 年前后）重点推动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向主力能源发展。突破快中子堆技术并实现其核电

机组商业示范发电，核乏料有效利用和安全处置技术等。突破太阳能高效转化技术及太阳能电热集成应用

系统，突破光合作用机理并筛选或创造高效光生物质转换物种，实现农业废弃物、纤维素、半纤维素高效

物化／生化转化技术的工业示范和规模产业化，突破智能能源网格和发展氢能体系。 

远期（2050 年前后）建成中国可持续能源体系，总量上基本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需求，结

构上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度降低到 60%以下，可再生能源成为主导能源之一。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规模

化应用和商业化，力争突破核聚变能技术。 

路甬祥还表示，要采取切实措施促进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体系建设，包括设立大规模非水能的可再生

能源国家重大专项及研发基地，设立以快中子堆和钍资源利用为重点的先进核能系统与核燃料循环的研究

开发和产业化国家重大专项及研发基地等，以保障 2050 年前后中国能源的合理结构和供应。 

中法签署科技战略合作联合声明 

中国科技部长万钢和法国高教与科研部长瓦莱丽·佩克雷斯 9 月 18 日在巴黎签署中法科技战略合作

联合声明，强调双方重视发展互利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表达了继续加强双边科技合作的共同意愿。联合

声明说，双方对两国近年来在科技领域合作取得的成果，特别是在两国科技工作者交流等方面的合作表示

满意。鉴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潜力，以及科技合作也是两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

希望继续加强科技合作。 

中国成功发射中巴第三颗“资源一号”卫星 

北京时间 9 月 19 日 11 时 26 分，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第三颗“资源一号”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由“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星箭点火起飞约 12 分钟后，星箭分离，顺利进入近地点 738 公

里、远地点 750 公里、倾角 98.5 度的太阳同步轨道。 

该卫星系统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与巴西空间研究院联合研制。本次成功发射的第三颗“资源一号”

卫星重 1452 公斤，设计寿命 2 年，是一颗三轴稳定、全球覆盖的地球资源卫星。该星装有多光谱 CCD 相机、

高分辨率相机、宽视场成像仪、空间环境监测系统和数据收集传输系统等有效载荷，可向中国、巴西和世

界其他具有接收能力的国家和地区实时发送可见光、多光谱遥感图像信息，可广泛应用于农作物估产、环

境保护与监测、城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勘测等领域。 

中俄联合科考阿尔泰山区生态环保 

    经过 4 年艰苦努力，中俄联合科考组近日完成了对两国界山——阿尔泰山的国际联合考察。这是中俄

两国科学家首次就阿尔泰山区生态环境保护进行联合科考。考察活动先后在中国阿尔泰山的浅山带、平原

河谷地带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平原地区、阿尔泰高山带进行了植物调查。 



据介绍，今年 7 月结束的最后一次联合科考行程 1000 余公里，两国专家对西起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哈巴河县纳尔森山，东至阿勒泰地区青河县三道海子间阿尔泰山区的高山植物进行了详细调查。此次调查

主要针对中国境内海拔 2000 米以上的高山植物带进行，专家们着重进行了高山低等植物、高山湿地植物和

高山木本植物的调查。 

据透露，中俄专家在阿尔泰山上共采集了植物标本 5000 号 2 万多份，发现了2 个中国新记录属，22

个中国新记录种和 8 个俄罗斯新记录种。专家们还联合在国际国内期刊上发表了 3 篇论文，并计划出版《中

国阿尔泰山植物名录》。 

风云3 号气象卫星完成有效载荷校飞试验 

9 月 15 日，一架承担有效载荷校飞试验任务的“运八”飞机到达青海湖上空，与地面 5 个试验组同步

观测数据，正式开始并顺利完成了中国气象局组织启动的风云 3 号气象卫星有效载荷校飞试验工作的第一

次飞行。 

    据了解，有效载荷校飞试验主要是在卫星发射前通过地面、飞机、卫星对即将在风云 3 号卫星上安装

的仪器进行定标验证，为风云 3 号卫星取得最为有效的试验数据和确保卫星上天后各种观测仪器的科学精

度提供保证。承担此次卫星有效载荷试验飞行任务的是一架经过改造的“运八”飞机，飞机上搭载了我国

最新自主研发的 3 个有效载荷：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微波湿度计和微波温度计。通过地面实测和校飞观

测，把从典型目标获取的数据，用作风云 3 号气象卫星地面应用系统的模拟数据，为地面应用系统建设服

务。 

计划在今年底发射的风云 3 号气象卫星是我国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它通过全球、全天候、三维、多

光谱和定量遥感等探测手段，获取温度、湿度、气压、云层和辐射等遥感数据，可以为天气预报、气候预

测和环境监测等提供有效的服务。 

PDP 显示扫描驱动 IC芯片 

以浙江大学韩雁教授为首的课题组成员与杭州士兰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合作，经过多次改版和投片试

验，历时三年，近日成功研制出数字电视等离子平板显示器（Plasma Display Panel，简称 PDP）扫描驱动

电路的 IC 芯片。该产品的功能、性能全部达到设计指标，可以满足 42 寸 PDP 的显示需求。该芯片解决了

特殊高压功率器件与低压控制电路兼容的设计难题，使其能满足 PDP 显示驱动能力的需求。随着该芯片的

成功研制，一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2.5um170V 高压 BCD 工艺生产线在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问

世。课题组还将继续研发 PDP 显示屏的 80V 列驱动芯片，与刚完成的行驱动芯片共同形成一个套片。 

    我建成新型光伏发电示范电站 

    一座安装了 1344 台新型数倍聚光跟踪光伏发电装置、装机容量为 205 千瓦的沙漠示范电站近日在内蒙

古鄂尔多斯市建成并投入试运行。该装置由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陈应天及其团队研制而成。光伏电池板由一

个八面体反射镜围成的光漏斗和普通单晶硅光伏电池构成。在单个集成线路的控制下，光漏斗不仅可以自

动跟踪和吸收太阳光，而且可将太阳光聚集于底部的硅光伏电池上，提高了光伏电池的利用效率。 

新型光伏电站设备投入 900 万元，是同等规模传统平板光伏电站造价的 75%；年发电量保守估计为 24

万度，是同等光伏电池面积平板组件年发电量的 3～4 倍。新型光伏发电技术消除了平板式光伏电池组无法

避免的“热岛效应”，延长了电池板的使用寿命；两年的野外实践证明它还具有抗风沙、抗冲击的特性。 

我国联合科考队成功穿越库姆塔格沙漠 

    我国首次库姆塔格沙漠联合科考队一队和二队 9 月 17 日 1 时许在该沙漠西南部的2 号营地胜利会合，

这标志着我国联合科考队成功地穿越库姆塔格沙漠。这是我国当代沙漠学者依靠高科技装备，第一次南北

纵穿该沙漠，实现了三代沙漠科学家穿越库姆塔格沙漠的梦想。 



    据介绍，9 月 10 日，联合科考队的 61 名队员从甘肃敦煌市出发进入库姆塔格沙漠以来，一边探路，一

边开展科考活动。在 7 天的时间里科考队克服2 次沙尘暴等恶劣天气和沙漠地形复杂、行车艰难等不利因

素，单车在沙漠中行程达到了 1500 公里。 

截至 9 月 17 日，地质组基本完成库姆塔格沙漠地质考察，并揭开了库姆塔格沙漠巨量沙子的来源之谜；

地貌组初步探明了我国唯一存在的羽毛状沙丘的形成机理，首次在该沙漠中发现了两条大峡谷，并在 K1 峡

谷中发现了一眼罕见的泉眼；动、植物课题组初步摸清了该沙漠中生存的动植物种类，并发现了适合我国

广大地区防治荒漠化的沙生植物品种；气象课题组首次在库姆塔格沙漠中安装了 2 台基于卫星数据传输功

能的自动气象站和 4 台常年观测的自动测风仪，这将对持续研究该沙漠气温、风向、风速等气象条件提供

珍贵的数据。截至目前，科考队总计取沙样 150 多份，土壤样品 120 多个，采集植物标本 20 多份。据了解，

目前联合科考队预定的科考任务进展顺利，预计 9 月 25 日前后将完成全部科考任务。 

转基因玉米改善牲畜饲料减少污染 

中国农业科学院 9 月 10 日宣布开发出一种转基因玉米，它所生产的种子富含植酸酶，能帮助牲畜消化

磷，改善牲畜饲料的营养价值，减少污染。目前该转基因品种已进入生产前的大田试验阶段。 

科学家从曲霉属的一种真菌中分离出能产生植酸酶的基因，并把它插入玉米中。经过 7 年繁殖，科学

家们终于得到了能稳定遗传的转基因植酸酶玉米。与传统玉米种类相比，这种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在种子发

芽率、生长速度和产量上都没有区别。按照目前的饲料添加剂标准，在 1 公斤玉米饲料中只要添加几克转

基因植酸酶玉米，就能满足牲畜对磷的营养需求。 

中国高仿真表演机器人献技美国科技展 

2007 年美国电子科技成果展 9月 13 日在洛杉矶会议中心开幕，来自中国的硅橡胶高仿真表演机器人

“邹人倜”成为展会上的一大亮点，引起了当地媒体和参观者的关注。本次展会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知名

商家和科研机构的 160 多项展览，内容涵盖通信、设计、娱乐、医药卫生、机器人、交通、安全和绿色生

活等诸多方面。 

在中国展台，西安一家雕塑研究院的院长邹人倜和他根据自身形象创造的高仿真表演机器人“邹人

倜”坐在一起，周围挤满了观众。该机器人的外观极似真人，它结合了硅橡胶雕塑技术与现代声光电技术，

不但皮肤质感接近于真人，富有弹性，而且还能转动眼珠，摇头和说话。两个“邹人倜”不时面对面说话，

并用中英文两种语言作自我介绍。好奇的观众难以分辨真假，不时发出阵阵惊叹声。 

邹人倜说，2006 年该机器人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机器人类别的最佳创意发明之一，这体现了

我国科研人员在高仿真机器人研究方面的显著成果。他和同事也将利用这次参展的机会，学习更多的新技

术，以推动他们的研究。 

世界最大新型金属玻璃 

浙江大学新结构材料国际研究中心蒋建中教授组织开发了目前世界上尺寸最大的稀土基金属玻璃材料

——直径为 35 毫米的镧基金属玻璃体系。该金属玻璃具有极强的玻璃形成能力和非常低的玻璃转变温度等

特性，在较低的温度下就可以进行超塑性变形，把它放入 100℃左右的水中就可以进行拉伸、折叠等变形。

《今日材料》杂志将于 2007 年 10 月报道该科研成果。 


